
紫荷香里画舫行

时光在
那片胡同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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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永夏

大概是因为文学大师老
舍所写《济南的冬天》太有名，
所以总觉得济南的夏天不受
重视。其实，济南的夏天同样
美丽可爱，风景也不输秋冬。
它的点点滴滴，都可入诗入
画。就单说说夏天的大明湖
吧。

夏日的大明湖，真是气象
万千，风光无限。此时，湖水更
蓝了，岸柳更绿了，荷花更艳
了。红荷绿柳交相辉映，构成
了湖上的主要风景线。难怪老
舍先生说：“大明湖夏日的莲
花，城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
的了。”

大明湖岸边的垂柳，向以
多而美著称。当夏天来临时，
它们吸足了阳光，储足了能
量，浓密的柳叶泛着油绿，苍
翠欲滴；长长的柳丝迎风招
展，更加坚韧茁壮。翠枝绿叶
交织缠绵，层层叠叠，形成一
道绿色长廊，紧紧簇拥着一湖
碧水。而湖中的莲荷也不甘寂
寞，争相在碧波上铺锦叠翠，

争奇斗艳。那荷叶撑起绿伞，
“接天莲叶无穷碧”；朵朵荷花
含 笑 怒 放 ，“映日 荷 花 别 样
红”……这时，来湖边赏荷者
络绎不绝，而湖上采莲者更引
人注目。只见那些穿红着绿的
采莲女郎，驾着扁舟，唱着歌
儿，穿行在碧波上，出没于荷
丛中，采下娇艳的荷花，运到
湖边叫卖。清代诗人任宏远曾
形象地写道：“六月乘凉争采
莲，湖中来往女郎船。临行笑
折新荷叶，障却斜阳细雨天。”
诗中的采莲女是那样活泼可
爱。

而古时文人雅士的“采
莲”，更是别出心裁。他们常于
荷花盛开时节，三五成群地来
到湖边，采下碧鲜的荷叶，盛
上美酒，刺开莲心，再从空心
莲茎的末端轮流啜吸，美其名
曰“碧筒饮”。这滋味，清香可
口，妙不可言，“酒味杂莲香，
香冷胜于水”，味道好极了！于
是效法者接踵而来，连大诗人
苏东坡也对它情有独钟，到处
推广，并在诗中写道：”碧碗既
作象鼻弯，白酒犹带荷心苦”，

对其大加赞美……如今，虽然
采莲的情景已难见到，但是观
莲赏荷，却越来越成为人们游
湖的“最爱”。

夏天的明湖，充满美感，
也饱含诗意，令文人墨客文思
遄飞，写出许多咏湖的佳作。

“问吾何处避炎蒸，十顷西湖
照眼明。鱼戏一篙新浪满，鸟
啼千步绿阴成。虹腰隐隐松桥
出，鹢首峨峨画舫行。最喜晚
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声。”
这是曾巩笔下的明湖，多美的
避暑胜地！再看湖上泛舟：“千
条杨柳数声鸥，一片玻璃一叶
舟。闲看鱼儿游镜里，不知人
在镜中游。”(清·王允榛：《北湖
泛舟》)短短四行佳句，便概括
了满湖精华，

怎能不飘飘欲仙？至于雨
中、月下的明湖，更是美得令
人心醉：“或黑云堆墨，骤雨翻
盆，万荷竟响，跳珠溅玉。霅然
而霁，残霞雌霓起于几席。斜
日向晚，湖风生凉，皓月转空，
疏星落水，鸳鸯鸂鶒拍拍然不
避人也。”(清·阮元《小沧浪》)

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大明湖

的景色也瞬息万变：忽而“万
荷竟响，跳珠溅玉”；忽而云兴
霞蔚，长虹贯天；忽而皓月当
空，银辉泻地……大自然的奇
妙神功，大明湖的绮丽风采，
在作者笔下都得以真实生动
地再现。

济南的夏天也热，可自有
独特的生活乐趣。闷热难耐
时，泉边湖畔便是理想的乘凉
之地。这时，男人来这里围桌
喝茶、聊天；女人来这里做针
线、话家常；顽皮的孩子们则
无拘无束地跳进泉湖中，打闹
嬉戏……而人们的餐桌上，夏
天的美食也更加丰富：用鲜荷
叶做成的荷叶粥、荷叶鱼、荷
叶肉等肴馔，风味独特，人见
人爱。尤其那别出心裁的“炸
荷花瓣”，其色艳丽，其味清
香，是济南特有的名菜，被老
舍称做“济南的典故”……

如此多的“济南典故”，如
此丰富的夏天恩赐，让外地人
艳羡，“羡煞济南山水好”；使
当地人自豪，“济南人说胜江
南”。这，又何尝不是济南人的
福气？

隔 辛然

在北京如果说起胡同，不是
住过皇族贵胄，就是被投资者买
下后空置着等着继续涨身价。而
济南的胡同，仍旧保持着一份朴
素的淡然。里面住的大多是普通
百姓，且大多要在里面住一辈
子，不肯搬走。

我童年曾住在一片胡同旁，
挨着大明湖、五龙潭、趵突泉。我
没去过济南其他地方的胡同，但
觉得那里应该就是济南最好的
胡同了。除了与很多古老的景点
相邻，胡同里的泉水十分活跃；
走出去就是泉城路，而养着许多
百年老店的芙蓉街更是胡同的
一部分，再往里走就能看到文
庙。那时文庙还没修整，正处在
我小学的中间位置；被简单的砖
墙围起来，但门前的两只大石龟
却成为操场的一部分，当时已被
同学们踩来踩去磨得发亮———
我猜在那里上过学的学生，都踩
过那两只大龟，有没有人像我一
样，感觉沾了很多“文气”呢？

这片胡同也是最有济南味
儿的。济南是什么味儿？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比如你走进这片胡
同，墙面上会冒出拴马桩，有些
院门口会有大青石，泉井随处可
见；在宽敞的地方，会有柳树，影
子显在小河道中，跟水草混在一
起摇曳。这里住的可谓“老济南
人”，很有可能四辈以上都没搬
过家。他们张口就是地道的济南
话，人很热情，生活节奏很慢。他
们尤其不排外，看生人在此落
脚，会尽地主之谊。我的一位好
友就在这片胡同里长大，我时常
穿过几条胡同去她家玩。每次都
像背地图一样，稍有走神就会迷
路，至今如此。这还是白天，有一
次是天刚擦黑时，被老妈派去给
她送药。那几条胡同窄小不说，
部分拐弯还很急，骑自行车时都
要支一只脚半骑半滑；其中一条
胡同，又窄又短拐弯还多，连路
灯都没安。我那时上小学，走到
这条胡同口，真想原路返回。不
过，从黑黑的胡同这边，隐约听
到了那边的孩子玩耍的声音，最
终一头扎了进去。后来，我出于
抱怨去找那条黑胡同的名字，没
想还真有，叫“水胡同”。

当胡同、四合院还没被赋予
经济前景以及养生意义时，住在
里面的老济南人就十分得意了。
他们对居住要求不高，出门就是
马路，方便；走不远有个泉眼，实
惠；住同一个院子的人亲热得像
个大家庭，温馨。但很多年轻人
不愿意住胡同，他们更喜欢小高
层住宅楼，房屋设计整装，设备
齐全，让人舒心。我的好友就抱
怨住平房时被蝎子蜇到过；还有
不明生物曾半夜跳到她身上把
她惊醒，隔着被子都被它有力的
小爪子抓了一下；更别说没事儿
就来她家遛弯的黄鼠狼。她的父
亲很善良，看到黄鼠狼来了，会
送它一枚鸡蛋吃。后者吃得十分
坦然，无丝毫害怕的表情。好友
工作后买了楼房，她的父亲不太
愿搬，觉得离开胡同就是离开了
根。大概我们这一代对“根”的感
觉很模糊——— 虽然我也是济南
人，但搬过四五处家，感觉也都
很好啊。

只是后来，每每走进那片胡
同，都发现时光在里面是静止
的：和十年前、二十年前走进去，
是一模一样的场景。泉眼边的石
头没有变，那棵老树的姿势没有
变，甚至拐角处的那家小卖铺也
没有变，只有走上前看到店主老
了，才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时光旅
行。这是不是就是“根”，，因为进
了胡同、踩着石板，心里就踏实
了，知道有个很老的家在等着自
己，伴着柳树、泉眼，一起慢慢变
老。

文/画 张国华

经二路是百年前济南商
埠区精心打造的一条样板街，
老济南人又称它为“二大马
路”，是昔日济南商业、金融和
邮政中心，占有重要的交通、
商业地位，被誉为“金银地”。

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纷
纷在华设立分支机构，19世纪
70年代前，在华的外国银行为
英国一家所垄断，但随着德国
工业革命的完成，德国经济实
力迅速增长，在华建立了独资
银行，打破英国银行在华垄断
的局面。1889年总行设在上海
的德华银行成立。如今上海、
青岛、济南和天津四个城市还
保留德华银行的旧址。

济南德华银行旧址位于
经二纬二路口的东北角，1901

年此楼建成，初为济南黄河铁
路大桥德国工程师的住宅，
1906年改为德华银行，是济南
第一家外商银行。

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德
华银行青岛分行及其在山东
投资的铁路、矿山公司全被日
本接收。1917年中国政府也对
德国宣战，接管各地德华银
行。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大
清银行济南分行改为中国银
行山东分行，迁入原德华银行
楼中。如今的旧址门垛上挂着
两个白底黑字的牌子，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济南市中
心支库，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营业管理部，地方看着不大
但来头不小，让人不敢小觑。

每每经过这，我都会想
现实中的“金库”究竟是什么
样子？像电影一样由金灿灿
的金砖堆砌还是红色的百元
大钞罗列成墙？里面究竟怎
样的结构，我更描述不出来，
因为从未踏过大门口那条警
戒线。楼体坐北朝南，南面和

西面是经二路和纬二路，近
距离的话只能在人行道上围
着它一圈圈来回打量，揣摩
它的结构。

站在经二路南侧远远望
过去，二层的砖木结构一层
为全石砌筑，二层以上是坡
度陡峭高大的屋顶阁楼层，
主屋面顶部的小望楼和西南
隅的八角形塔楼，皆为双层
屋顶，云形阶梯状的山墙和
几个高低、大小、位置不同的

尖顶，从而形成了高低错落
的建筑竖向形象，小楼集中
了 当时德 国 建 筑 的 主 要 特
征，是目前济南地区保存最
好的德式建筑。

小楼在诞生的百年里命
运多舛，虽几经易手却始终与
银行业相关，真是名副其实的

“金银地”！财富像流水一样来
来又去去，趋之若鹜的人们被
折磨得筋疲力尽，到头来才知
道历史才是永恒的财富。

二大马路“金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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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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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圆电影梦
□ 曲征

1989年，笔者考上了济南
教育学院历史函授专科，几年
后又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历
史函授本科，于是，每年寒假
暑假都要到济南参加面授，这
让我这个电影迷有了用武之
地，两个学校距鲁艺剧院都不
是太远，看电影便成了那时必
修的一门课程。

那时的鲁艺剧院规模很
大，是我此前见过的最大的电
影院。大门外的两侧挂满了电
影海报，一侧设有三个售票窗
口，常常只有一个窗口开着。
据观察，上午买票的很少(进口
大片除外)，傍晚电影开演前买

票的最多，票价一般是5元。影
院的放映很规范，放映前5分
钟响一遍铃，是预备铃，这时
许多观众还没有安静下来，还
常常到前厅买饮料、水果之
类，第二遍铃响过就正式开演
了，这也是最令人激动、最令
人记忆深刻的时刻：灯光全部
熄灭，人们屏息静气，扩音器
里传出逼真的音效。

鲁艺剧院门外不远处有
一阴凉地带，那里常常有一些
京剧爱好者聚在一起，有板有
眼地闹上几段京戏，既自娱自
乐，也吸引了不少人围观欣
赏，有时候看电影迟到了，就
干脆聚在那里听几段京剧，也
挺过瘾，还能够弥补没看成电

影所带来的遗憾。
记忆里在鲁艺剧院看过

的最深刻最难忘的电影，当数
惊悚片《黑楼孤魂》，据说这是
当时中国大陆拍得最好也是
最恐怖的惊悚片，我觉得确实
当之无愧。

除了鲁艺剧院，我还在济
南中国电影院看过几场电影。
这个当时设在人民商场旁边
的影院，门外很是繁华，卖热
棒子的、卖各种小吃的、卖各
种饮料的遍布每一个角落，喊
叫声不绝于耳，给人的感觉很
不清净，可能这种感觉影响了
心情，总觉得影院里的音响效
果不如鲁艺剧院的好。

本科毕业之后，就很少有

机会到省城去，于是很长时间
没在省城看电影了。据悉，目
前济南已经拥有多家豪华电
影城，都是很先进的电影放映
系统，看电影真正成了一种高
级享受。

鲁艺剧院、中国影院等老
电影院有的被拆除，有的在旧
址上重新建起豪华影院，老电
影院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是，
这些老影院，就像一个个历经
时光磨练的老人，曾经给省城
的人们带来过无数深刻的记
忆和美妙的回忆，只是因为观
影条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才
纷纷被新潮的影院所代替。它
给人们刻画的精神印记，将永
远不会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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